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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三峽」課程發展機制

歐用生

摘　要

過去臺灣課程綱要（或標準）的擬訂缺少一套健全的發展機制，常受政治人

物或時代潮流的影響，缺少系統性和一貫性，課程決策的合理性和正當性備受質

疑。因此，在思考下一波課程改革時，如何依據「板橋模式」的課程發展經驗，

並因應時代需要，規劃理想的課程發展機制，實為當務之急。本研究依據混沌理

論和複雜理論，強調系統的（system）、自我組織的（self-organization）、永續的

（sustainability）的發展原則，由此建構「三峽（Sunshine或3S）課程發展機制」，

來因應變化急劇的後現代社會。

關鍵詞：混沌理論、課程發展機制、複雜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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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ng the ‘Sunshine’ Curriculum Developmental 
Mechanism

Yung-Sheng Ou

Abstract

Without a systematic and consistent mechanism of curriculum development in 

Taiwan, the national curriculum guideline (or standard) is often influenced by politicians 

and social trends and, thus, the rationality and legality of curriculum decisions are highly 

doubted. Hence, before the next wave of curriculum reform, it is vital to construct a more 

reasonable curriculum developmental mechanism based on the successful curriculum 

development experience of ‘Banciao model’ and current social environment. Drawing on 

the chaos theory and complexity theory, this paper attempts to construct the ‘Sunshine’ or 

‘3S’ curriculum developmental mechanism, which follows the principle of system, self-

organization and sustainability, in order to respond to the drastically changing society of 

post-moder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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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課程發展或改革是理性、系統的過程，但也是複雜的社會、政治的過程，因

此，課程綱要（標準）的修訂需依據一套可見或不可見的發展機制，才能使課程決

策具有合理性和正當性（Cornbleth, 2000; Stein, 2004; Symcox, 2002）。課程決策或

修訂應該由哪些機構或組織參與？其主要職責、任務為何？由哪些人組成？這些機

構或組織間的縱向、橫向的關係為何？課程制定的過程為何？可能受到哪些因素的

影響等，都是課程發展機制上的重要問題。如果缺乏發展機制，課程發展可能流於

權威或政治的宰制。如許多學者批評，美國在911事件後，課程發展或改革完全受

權威和意識形態的影響，以遂行新保守主義的、甚至是原生法西斯主義的政治意圖

（Buras, 2008; Gabbard, 2007; Giroux, 2005; Nicholson-Goodman, 2009）。因此，課

程發展機制的建立成為世界各國的課題，值得我們重視。

長久以來，臺灣中小學課程標準或課程綱要的擬訂，一直缺少課程發展的概

念，後來雖有所謂「板橋模式」的課程發展，也僅限於教科書層面，沒有將其精神

應用到國家課程綱要的擬訂上。且隨著九年一貫課程的擬訂和實施，中小學教科書

又開放為審訂制，教科書由民間出版社負責，「板橋模式」的精神蕩然無存，教科

書又回到過去「編輯」的老路，令人扼腕。這正凸顯了國家層次「課程發展」的重

要性，也呼應了學界對建構「新板橋模式」或「三峽模式」課程發展的呼籲（歐用

生，2010）。

在各方殷切呼籲下，教育部也漸漸覺知這種重要性，乃於2008年3月委由國家

教育研究院（籌備處）規劃了「中小學課程發展之相關基礎性研究」，以探討並建

構我國合宜之中小學課程發展機制及其內涵。研究規劃分為兩階段：第一階段的基

礎研究檢討當前課程政策，評估現有課程實施成效及學生在國際評比（如PISA、

PIRLS、TIMSS等）上之表現；分析先進國家之課程發展機制和過程，並研擬中小

學課程總綱及各學習領域課程綱要。第二階段陸續進行新課程之實驗研究，教科書

的發展，師資的培訓和其他配套措施，預計於2018年起實施新一輪的課程改革（教

育部，2008；國家教育研究院，2010）。

第一階段的計畫進行了將近3年，已累積了一些成果，為今後的課程改革奠定

了良好的基礎，這是十分可喜的現象。這些研究當中的每一項工作都很重要，但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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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後臺灣影響最大的，應該是課程總綱（和各學習領域課程綱要）的擬訂，因為這

牽涉到青少年的學習內容和品質，直接影響到國力的培養，決定臺灣的未來，因

此要有周詳的思考和規劃。而鑑於過去臺灣課程發展的經驗，如何立基於「板橋模

式」的精神，因應時代和社會需要加以修訂，規劃課程發展和修訂的機制和過程，

以發展良好的課程總綱和各學習領域課程綱要，實為當務之急。

本研究旨在建構「三峽（Sunshine或3S）課程發展機制」，先檢討國家層次課

程發展的問題，然後提出三峽模式的理論基礎和發展程序，最後提出運作的策略。

貳、國家層次課程發展的檢討

臺灣由於長期缺少課程發展的機制，國家課程綱要（或標準）的擬訂易受政治

人物或時代潮流的影響，缺少系統性和一貫性。先從歷史來看，政府遷臺後，小學

課程標準歷經1952、1962、1968、1979和1993年等五次的修訂，其中除了1968年因

實施九年義務教育而修訂課程標準外，修訂緣由並不十分清楚。1979年課程標準修

訂後，政府於1986年實施解嚴，臺灣社會劇變，政治、經濟和文化朝向民主和多

元，對教育、課程產生極大的影響，但教育部直到1993年才修訂課程標準，兩次修

訂期間竟長達15年之久。其間於1988年進行課程簡化、淺化，也修訂了教科書。但

以「生活與倫理」來說，新教科書幾乎完全改版，將原來的道德決定主義的典範，

轉變為人文主義和社會建構論，強調價值澄清、反省思考和社會行動等，這已將

1979年「生活與倫理」課程標準基於行為主義，以教忠、教孝為主的內容做了180

度的翻轉，產生了教科書和課程標準的精神完全乖離的現象（歐用生，2003）。

更難理解的是，1993年頒布的國民小學新課程標準，才於1996年起實施（國民

中學新課程標準於1994年公布，1997年實施），教育部就於1997年4月開始研修國

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並於1998年公布「國民教育階段九年一貫課程總綱綱

要」，揭櫫統整課程、領域教學、能力本位、學校本位課程、學校課程委員會等

新理念和嶄新的作法。短短不到2年，就推出這麼複雜的新課程，課程決策極為匆

促，影響課程品質甚鉅。雖然教育部也是迫不得已，因為1997年立法院審查教育部

1998年預算時，提出附帶決議：「教育部必須在民國88年9月完成國民中小學九年

一貫課程綱要之研訂，並在90年起全面實施，否則凍結相關預算」。由此可見，九

年一貫課程綱要的發展，不是基於教育或課程改革上的需要，而是在為政治或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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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的服務，這正凸顯了國家課程發展上的嚴重問題。

再以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的擬訂為例，來看看課程發展機制的問題。課程綱要的

發展一般要經過研究、規劃、設計、試辦（實驗）、實施和評鑑、修訂等階段，而

且每一階段都有其特定任務和功能，如此才能使課程發展臻於完善。多數國家的綱

要擬訂都缺少研究和實驗階段（歐用生、黃嘉雄、白亦方，2009），九年一貫課程

綱要的發展也不例外，雖然表面上都經過規劃、設計、試辦（實驗）、實施和評

鑑、修訂等過程，但或許由於決策與規劃過於倉促，每一階段都做相同的工作，未

顯現課程發展階段的特色，嚴重影響課程品質。例如九年一貫課程於1998年公布後

「試辦」（實驗）2年，名稱上是「試辦」，但未規劃相關事宜，只要求各校選擇

性的改革，事實上是非正式的「實施」階段，並沒有提供系統的、足夠的回饋資料

作為修訂參考。

又如2000年公布九年一貫課程「暫行」綱要，名為「暫行」，應該是尚待試

用、實驗或實施，以蒐集資料，提供規劃「正式綱要」之用。但事實上，暫行綱要

是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發展歷程中，一個暫時性的「正式」文件，所以「正式綱要」

的擬訂並非依據「暫行綱要」試用的回饋資料，而是暫行綱要頒布前尚未處理的綱

要內容，和實施後產生的細瑣、零碎的問題，試辦、實施和修正的區分不明顯，

「暫行綱要」和「正式綱要」之間的關聯性不足，甚至產生脫節的情形。其中最嚴

重的是數學學習領域，「暫行綱要」是由數學教育家主導，但「正式綱要」則由數

學家擔綱，全部由另一批人負責。權力鬥爭的結果，使數學學習領域在2001年至

2004年的4年間，有三個版本（1993年版、暫行綱要版和正式綱要版）在教學現場

實施和銜接，造成數學教學上的動盪和混亂，這也是世界各國課程改革上少有的現

象（歐用生、白亦方、林佩璇、楊龍立、周淑卿、陳美如，2010）。

由於未建立完善的課程發展機制，也迫於時間壓力和決策匆促，九年一貫課程

綱要的擬訂完全是單線作業，課程總綱發展小組擬訂好總綱綱要，然後交給各學習

領域綱要的研修小組去發展學習領域課綱；各學習領域小組也缺少溝通和聯繫，使

某些內容嚴重重複。溝通網絡的闕如，造成日後實施上許多的問題和困擾。1997

年，教育部成立「國民中小學課程發展專案小組」，研訂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總綱，

次年九年一貫課程總綱綱要完成後，教育部隨即組成「國民教育各學習領域綱要研

修小組」，由該領域相關的學科專家、教育學者與教學實務人員組成，將原課程發

展專案小組委員依專長分別加入各學習領域研訂小組內。但原專案小組加入各學習

領域研訂小組委員的比例並不平均，且部分領域（如綜合活動）並無原專案小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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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加入。而且學習領域綱要研修小組的委員以學科專家為主，稀釋了原專案小組委

員的聲音，這些學科專家也不是很在乎總綱綱要的精神，對總綱綱要很少提出修正

的意見。例如，十項基本能力是由專案研究小組提出的，在時間壓力下，委員多針

對其做文字修飾，而非內容的進一步探討。結果九年一貫課程總綱與七大領域課程

綱要的連結性不足，連十大基本能力是否能有效連結或轉化於各學習領域課程綱

要，都引起很多的質疑（歐用生、李建興、郭添財、黃嘉雄，2010）。而且各小組

最在意的仍然是自己的學科，學科本位主義壓垮了「課程統整」的理想，更形成各

領域間的重複，嚴重影響課程和教學品質。

「生活領域」正是這種制度產生的怪胎，總綱擬訂初期並沒有生活領域的規

劃，後來覺得低年級應該要有生活領域，匆促間將社會、自然與生活科技和藝術

與人文等三領域結合為「生活領域」，並將這三領域低年級的目標和能力指標「移

撥」給生活領域。所以從一開始，生活課程就是由這三個領域拼湊而成的，一直沒

有將這它們加以統整，始終活在三領域的陰影下，找不到課程主體（歐用生、林如

章、林文生，2002）。而且生活課程和健康與體育、綜合學習等領域嚴重重疊，造

成現場實施上的困擾。這些現象都是擬訂前沒有實施研究，又沒有周詳規劃，決策

匆促引起的後果。

由於缺少嚴謹的課程發展機制，課程擬訂很容易流為政治和意識形態的角力，

「重大議題」就是知識權力爭奪的產物。九年一貫課程既然標榜「課程統整」，當

然要將所有的議題「統整」或「融入」到七大學習領域內。「七大議題」既然鬥不

過傳統的「七大」門派，登不了正式課程的門牆，至少也要爭個「名分」，以展現

自己的主體。Goodson（1985）強調，一門學問為了獲得學術公民權，通常是由實

用的價值，發展為教學的，然後轉變學術性的，證明自己的學術價值，才能在學術

殿堂立足。為了表示自己也是「學術性的」，各議題都擬訂了能力指標，發展了學

習內容，儼然與「七大領域」並駕齊驅，期待有朝一日，「逼宮」成功，擠進學習

領域之門。其他議題當然也不能示弱，紛紛出籠，海洋、國防、理財、生命教育、

本土教育等等，議題已多達三十餘種。這種多音並呈、百花齊放的課程決策，恐怕

已經改寫了世界課程改革的歷史。

一般而言，各國中央教育機構（例如：教育部等）在課程制定上都扮演主要角

色，都設有專門機構或委員會負責課程制定工作，如日本設立「中央教育審議委員

會」，作為文部科學省（即教育部）的諮詢單位，是常設性的，負責課程決策的主

要工作。過去臺灣教育部也獨攬課程決策大權，課程綱要的擬訂，都在部內組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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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課程標準修訂委員會或專案小組來執行，如1989年教育部成立「國民中小學

課程標準修訂委員會」負責修訂課程標準，1993年課程標準公布後，該委員會立即

解散。到了1997年要修訂課程標準了，又由教育部組成「國民中小學課程發展專案

小組」來負責。但這些組織多屬臨時編組，任務完成後立即解散。這種作法表示，

課程標準或綱要公布後，新課程自然就實施了，執行上的問題由地方政府、尤其是

學校自行解決；課程評鑑或修訂不是課程發展的主要階段，由下次修訂課程時另組

委員會決定如何實施。因此，這次的課程修訂沒有留下什麼經驗，沒有給下次修訂

什麼傳承，每一次的課程修訂幾乎全部從頭開始。這種觀念和作法窄化了「課程發

展」的概念，也使課程決策缺少一貫性和連續性，宜嚴肅看待。

各國課程發展或修訂大多偏重諮詢、公聽會、座談會等方面的資料蒐集，較缺

少研究和實驗工作，形式上並不完備，更使綱要內容流於權力鬥爭或意識形態的爭

執。一般都偏於由上而下的決策模式，中央政府將修訂好的課程綱要交給地方政府

和學校執行和實施，最近各國雖逐漸將課程政策權力下放至地方，但地方政府和學

校普遍不重視課程發展。委員會的委員或研修小組成員的代表性不足，學校或教師

參與課程決策機會不多。課程決策能否公開、透明，避免受政治或意識形態影響，

普遍受到質疑（歐用生、黃嘉雄、白亦方，2009）。這些都是各國課程決策上面臨

的問題，也是臺灣課程發展上常被詬病之處，有待加以改進。

參、建立三峽課程發展機制

由以上的敘述可知，臺灣中小學課程發展或修訂機制尚未建立，易使課程改

革成為權力的競技場，政府、政黨、政治人物、各種團體、行政人員、教師組

織、家長等都利用各種力量，企圖影響課程決策，使課程發展和實施複雜化，

為教育帶來十分不良的影響。因此，建立系統的（system）、自我組織的（self-

organization）、永續的（sustainability）課程發展機制，以因應變化劇烈的當前社

會，成為緊急的課題，這就是本研究所謂的「3S課程發展機制」。

以下先說明「3S課程發展機制」的理論基礎，然後提出具體作法。

一、理論基礎

首先就系統性（system）來說，課程發展是長期的、整體的，因此須有系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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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考，包括影響課程實施的因素，如課程方案、實施策略、實施機構和整體的

社會、政治和文化環境；影響課程改革的各種架構因素，如人員、組織、物理、

社會、文化、經濟等等（歐用生，2000）。但這裡的系統不是只強調「隱定性」

（stability）的封閉的系統觀，而是強調「系統『既』有隱定性、『又』有彈性」

的複雜理論的系統觀（Doll & Alcazar, 1998），這是3S課程發展機制的主要理論基

礎。

封閉的課程系統強調課程是由目標、內容、過程、產品等獨立的元素組成的，

他們形成線性的、因果的關係，課程系統要將各種不同的輸入轉變為穩定的輸出，

以維持系統的平衡（homeostasis），在穩定和均衡的狀態下，組織體自然能產生內

在的適當的運作機制，因而發展了維生的能力。這時，課程發展強調安定優於變

化，預測性優於複雜性，穩定優於革命。這是九年一貫課程改革失敗的主要原因，

統整課程被認為割裂了學科的系統知識，教師就急著回到分科教學；一綱多本被認

為增加師生負擔，部分決策者也急著恢復一綱一本。其實最主要的原因是，這些新

理念改變了傳統線性的、計畫性的課程改革，而採取較不可預測的、但較有發展性

的方式，期產生沒有預期的結果。例如，傳統的一綱一本是課程的封閉系統，教

師不必選教科書，大家教一樣的內容、考一樣的內容，感覺到很安心。但一綱多

本將課程改為開放系統，擾亂了習以為常的社會習性，干擾了作為避風港的「舒

適區」，自然引來不安、焦慮和抗拒。這時如果教師沒有培養「後現代觀」，容

忍改革帶來的混沌、複雜、模糊、歧異、多元等特性，尋求新的可能性和生成性

（becoming），就只好回到一綱一本，回到統一、單一和可預測性的「家」或「舒

適區」。

但許多研究（黃光雄、歐用生、陳伯璋、林佩璇，2007；歐用生，2007）指

出，一綱多本的實施現場已發現了教師的「創意的思考、發明和適應」，教師已漸

漸發展了「混沌觀」或「後現代觀」，面對政策實施的擺盪和不確定性，「能以期

待的心境代替不安的想法，轉換自我的思維和觀念，發展自我因應的方式」（羅天

伶，2007：229）。所以一綱多本的新政策已激發教師積極創造的因子，發展了多

元的模式，孕育出更新的學校與教育系統，讓系統更能因應不可預測的未來。

這就是所謂的系統的「自我組織」，自我組織是複雜理論的重要概念，關心改

革引起的關係和行動的新形式，這種新形式代表一種突破，即將達成更大的統整，

產生更多的可能性。但這不是一種無作為的狀態，而是課程決策者和領導者精緻地

設計革新的條件和過程，引導改革的方向。改革引起的非線性的混亂確實為教師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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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困擾，但干擾或困擾並不可怕，現有的秩序受到干擾以後，更可能產生潛在的價

值，如創意的理念和解決問題的新方法。在失序的過程中，已隱藏了尋求統整的動

力，經由困頓的模糊和複雜性才產生一貫性。所以課程發展要利用機敏的變革中產

生的渾沌的優勢，打開複雜的、未確定的、尚未完全成型的領域，進入一個開放的

新空間，進入第三空間，一個更有可能性的空間。

由於長期未建立課程發展機制，課程系統未能發揮「自我組織」的功能，以致

於許多教師、甚至部分的決策者仍執著於現代性課程，仍鍾情於「大合唱」，將改

革帶來的短暫的曖昧和模糊視為「雜音」，認為它們擾亂了文本的穩定，因此急著

追求確定性的知識和唯一的真實，希望快回到統一、標準和規範。當部分教師因應

一綱多本產生的「混沌觀」或「後現代觀」剛萌芽，剛在混沌中尋求適應和變革

方向時，就迫不及待地恢復一綱一本，瞬間將這個嫩芽從根剷除。難怪一位國中教

師憤慨地說：「現在又要回到一綱一本，會讓比較保守的老師，再推回去保守的地

方」，這種課程改革的倒退，可能產生極為不良的影響。

這更凸顯了建立課程發展機制，尤其是開放系統的課程發展機制的必要

性。如混沌理論（chaotic theory）和複雜理論（complexity theory）從反省性

（reflectivity）和生成（emergence）的觀點，企圖「干擾」系統的穩定，脫離封閉

的回饋環圈，以變化代替恆常，革命代替穩定，複雜性代替可預測性，隨時為系統

應變。複雜理論強調，課程是一種「生命系統」（living system），均衡容易麻痺

回應周遭環境的能力，是系統死亡的前兆；當生物體在面臨威脅時，會向混亂的邊

緣移動，激起高層次的變異和試驗，在變動中產生新鮮的想法，產生新形式的交互

作用、理念和行動，使組織轉變為新的狀態。這時生命系統不會導向線性的方向，

反而會發生不可預見的結果，系統將被擾亂，但在變動當中產生新的形式，漸趨向

理想的結果。這樣就沒有線性的、機械的、統一的課程，在此控制是存在的，但

不是強加的，是在現場的交互作用中產生的，控制存在於情境的特性中，在動態

的交互作用和超越中。正如Doll與Alcazar（1998）所言，課程發展要在「混沌的邊

緣」，統合隱定性和彈性，但不在「邊緣上」或「超過邊緣」。

可見混沌理論和複雜理論強調非線性、反省性的、非遞歸的、自組織等原則，

不重視秩序，而重視未決定性，要我們思考開放的、非穩定的課程系統，以打開

多元的觀點、可能性和差異。這些語言預見了將來的課程發展是「不可預測的改

變或革命」，不是將日常運作的「干擾」視為必須解決的「問題」，而是在找尋

機會，提供非穩定的演化或革命的觀點，摸索策略性行動的可能性，從非穩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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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equilibrium）、革命性的潛能將課程再概念化，成為課程發展和研究的新典範

（Gough, 1999）。

這與Deleuze的多元性（multiplicities）哲學是一致的，他強調，每一個事件和

實體，包括我們自己，都是一種多元性，每一個實體或事件表面上是統整的、一

體的，其實它們的背後都隱含著流動的、多元的、未完成的因素，有很多的出口和

逃逸路線（a line of flight），所有的現象都不斷地在改變，在選擇的過程中產生關

聯性的整合（引自Roy, 2003）。課程理論應該發展新的逃逸路線，這是一種游移

（in-between），是一種「和」（and），是一種生成（becoming），新形式的思考

是從游移發展出來的，逃逸路線就是這樣形成的。「和」是包容性的，用「和」來

思考，用「和」來取代排斥性的「或」（or），用「x＋y」來取代「x或（or）y」

的二元。因此不是一綱多本「或」一綱一本，而是一綱一本「和」一綱多本，該用

一本就用一本，該用多本就用多本，無論零綱零本或多綱多本，都能應用自如，游

刃有餘。因為每一個和（and）呈現一個新的開端，新的方向，朝向邊界的新途徑

（Roy, 2003）。

這就引伸出本研究的第三個S，即可持續性，課程能永續發展。Deleuze用地下

莖（rhizome）來說明系統是多元連結的、不斷發生的（引自Roy, 2003），地下莖

以不可預測的方式生長和移動，能橫斷面的或垂直式的發展，是雜亂的，沒有固定

的、或最後的形式，也沒有特定的起點和終點。每一點可連結到另外一點，在任一

地方切斷它，就從這裡發芽，又開拓新的發展方向。它們在不規則或游移的空間中

蓬勃發展，一直在中間，在轉變中，一直在成為其他的東西。地下莖是擴散的，沒

有中心，或缺少可確定的中心權威，是非中心的（acentered）的，這種結構是開放

的，形成流動的關係。

地下莖的這種開放的、張力的結構，和線性的樹或樹木的系統不同，樹木在

葉上不生根，在根上也不長葉，有根和樹，固定了秩序，是有限制的、威權的。

這種線性、階層的樹的影像到處存在於教育或課程的思想中，如知識的樹、血統的

樹等，否認多元性，幾乎沒有橫向的移動。Aoki（2005）批評，過去我們將課程

簡化為計畫（curriculum as plan），就是一種樹木型的課程風貌，單一的主課程豎

立著，教學（instruction）、實施等課程相關名詞成為這個主課程的陰影下的衍生

詞。這種「課程和教學」風貌（C&I風貌）蘊含著階層的、線性的工具主義，滲透

到課程的各層面，是過去師資培育、課程發展和課程領導的基本假定。但他強調

生活體驗課程（lived curriculum），師生都有自己的課程，教師和25位小朋友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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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種生活課程，充滿著多元性，這些都是課程，就像計畫的課程一樣。這種課

程的多元性，是「課程和課程」的風貌（C&C風貌），或地下莖的課程風貌。多

元性的課程風貌或C&C風貌不是外加的，在生活體驗課程中本來就已經有了，生

活體驗課程本來就充滿著多元性。換言之，多元性是我們已經具有的，我們與地下

莖一起生活，地下莖活在我們生活中。

所以地下莖同時是一種分析工具，也是一種生成（becoming），為課程發展建

構新的空間。作為一種分析工具，它協助我們看到非二分法的、新的可能性和關聯

性；作為一種生成的方式，它連結我們的集體性和其他的團體，具現我們的敏感

性，將課程擴充到非傳統的方向。地下莖是有自己的力量和方向的誘導體，改變系

統的結構，擴充可能性。從這些觀點來看，課程是currere，是跑步（to run），課

程的「路徑」是在「跑」的過程中出現的，而非預先決定好的。課程也要不斷地

「去皮、植皮」或變臉（un/skining），去除（removing）我們用以確認的疆界，如

傳統學校文化中的嚴密的組織、明確的區分和清晰的定義等，像前述的分科教學、

一綱一本，使可辨識的標幟模糊，但同時又將疆界重新標幟（imposing）（Sumara 

& Davis, 1998）。所以課程是動詞而不是名詞，是不斷地跑、不斷地變臉的過程，

包含非預期的、模糊的、複雜的、奇異的、和不易理解的，而不只是現代性的進步

和發展，抗拒、困頓、模糊、驚奇、挫折、希望等是跑中不可避免的因素，在這

個過程中，課程一直在重新定位（dis/position），尋找逃逸路線，在中間移動，沒

有路，尚未定義，或正在定義。Sumara與Davis（1998）強調，除了一直追問我是

誰，否則我將永遠迷失，課程領域也是一樣，必須不斷地「去皮、植皮」或變臉，

重新自我形象，重新命名，不斷地追求新的身分和主體（identity），才能永續發

展。

二、課程發展程序

依據上述課程理論基礎，並參酌各國課程發展經驗，國家層級課程發展應該包

含研究、規劃、試辦、公布和準備、正式實施和評鑑等六個階段（歐用生、黃嘉

雄、白亦方，2009；歐用生等，2010），如圖1所示：

（一）研究階段

課程發展要依據長期的、系統的研究結果，作為理論基礎。經過長期的摸索

和探討後，臺灣的課程發展已走出困難的第一步，教育部自2008年啟動「中小學

課程發展之相關基礎性研究」總計畫，包含「課程檢視與後設研究彙整」，和「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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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發展趨勢、機制及轉化」等兩個區塊研究，包含「現行中小學課程綱要實施及相

關研究」、「中小學課程內涵與取向的研析」、「臺灣學生學習表現檢視與課程發

展運用」、「中小學課程相關之學理基礎與趨向」、「中小學課程政策之整合與展

望」、「中小學課程發展機制與核心架構擬訂」、「臺灣幼兒教育課程品質分析」

研
究
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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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綱要規劃
配套措施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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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三峽模式架構圖

資料來源：修改自歐用生等人（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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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七個整合型研究，並已獲得豐富的研究成果。

這個研究規劃大體上相當完備，但若干地方仍可再斟酌，如基礎性研究是否全

面，是否缺少課程教學理論及其趨勢之探討？是否宜再加強本土性課程基礎研究及

實踐經驗的檢討？前2年之基礎性研究與後續工作如何銜接和連貫？研究結果如何

應用於課程總綱和各領域課程綱要？基礎研究與後續配套措施不宜分割，如何使其

成為整體而且具有連貫性等，都是今後的重要課題。

（二）規劃階段

規劃階段主要是在決定新課程綱要的理念和目標、綱要架構及其組成、實施要

點和配套措施等，包含領域（學科）、教學內容和時數等，是課程發展過程中最易

引起爭議的部分。因此，一定要有嚴謹的研究和周詳的規劃，以避免流於權力和

意識形態的爭奪。國家教育研究院已自2010年6月起，開始進行「國民中小學課程

綱要擬議之先導型研究」之區塊計畫，包括課程綱要之系統圖像、學習架構及其組

成、實施與配套等三項整合型研究，預定於2010年年底提出新課程綱要草案，提供

教育部決策參考。

教育部負課程決策責任，宜及早規劃，如成立常設性的課程審議會，設立課程

綱要審議小組、學習領域綱要擬訂和審議小組等，以利下一階段作業的進行。

（三）試辦階段

試辦階段與規劃階段兩者間有重疊的部分，其主要任務在初步評鑑課程實施情

形，瞭解新課程的問題、困難和可行性，蒐集豐富的資料，回饋於規劃階段，讓課

程發展持續不斷地循環進行。期課程的理論與實際產生連結，課程綱要更有合理性

和正當性。

（四）公布與準備階段

課程綱要擬訂完成後，即由教育部公布，並擇期開始實施，依過去的慣例，一

般是3年，如1993年公布的「國民小學課程標準」，於1996年起，逐年實施。日本

將其稱為移行期，是由舊課程轉變為新課程的適應期或準備期，最主要的目的在擬

訂相關配套措施，如法令（規）的修訂、學校行政的調整、新課程的宣導、教科書

的發展、教師的研習、圖儀設備的充實、相關研究的進行等等，使新課程能順利上

路。

（五）正式實施階段

準備期完成後即進入正式實施的階段，一般都是逐年實施新課程。實施的過程

一定要顯現新課程的精神，無論課程、教學、教法和評量等，都要加以評鑑，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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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立刻解決，並將結果回饋於課程發展歷程之中，以隨時修正和調整課程。

（六）評鑑階段

課程評鑑是課程發展歷程中的重要階段，提供整體課程方案的修正與回饋。而

且每一個發展階段都要進行評鑑，形成整體課程的回饋流程，使每一階段的課程發

展歷程都能保持連貫、統整，且循環不斷，能永續發展。

三峽模式的課程發展雖然分為六個階段，每個階段都彼此關聯，相互重疊，而

且各有獨特的功能，宜發揮其作用。並不是研究階段才要研究，在每一階段遇到問

題時都須加以研究；也不是評鑑階段才要評鑑，每一階段也都要評鑑，以蒐集資

料，隨時檢討和修訂。這樣才能使課程發展成為系統的、自我組織的，並具有持續

性，以求永續發展。

肆、三峽課程發展機制的運作

三峽課程發展模式的順利運作，須賴許多條件的配合，尤其要建立健全的課程

發展機制。課程是跑出來的（currere），課程發展也是跑的過程；課程是地下莖，

課程發展也是地下莖，彼此盤根錯節，密切關聯。

為擬訂嶄新的課程綱要，需有更多的人力參與，教育部更要負起決策之責，立

即行動。僅提出下列建議，藉供參考。

一、國家教育研究院儘速整合，發揮課程研究的功能

國家教育研究院已於2010年11月立法通過，將成為中央層級課程發展的主要單

位，負責課程研究的規劃和執行，以進行長期的、系統的、統整性的研究，作為國

家課程發展或制定的參考。目前國家教育研究院籌備處已針對中小學課程相關議題

進行8年研究，走出重要的一步，應繼續加強。國家課程發展的準備和規劃工作，

國家教育研究院也要扮演主要的角色，因此要儘速整合，發揮課程研究功能，為國

家課程發展負起重責大任。

二、成立常設的課程審議會，以決定重大課程決策

課程發展是長期的工作，因此教育部應設立課程審議會，是常設性的組織，決

定重大課程政策，以整體規劃國家課程研究和發展工作。例如，持續進行各階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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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評鑑、提供各階段課程發展的諮詢、整合相關層面課程發展資源、銜接各階段

的課程發展任務等。課程審議會委員宜多元化，除教育、課程學者、行政人員、教

師、家長等外，尚可因議題需要，邀請業界、學生或特定人員參加，以擴大參與層

面，廣徵意見。委員可定期更換，但要保持一定的經驗傳承與延續，不可因人員的

調動而產生劇烈的變動。

三、建立地下莖式的課程發展網絡

為因應需要，課程審議會下應會設立任務型的課程發展組織或小組，各小組間

無論在組織、權責、時程和人員上，宜有密切地溝通與聯繫，使整體課程統整而一

貫。如總綱規劃小組和學習領域規劃小組能定期集會，共同討論，隨時修正總綱草

案；總綱的精神也較能落實到學習領域綱要內。各學習領域小組也要共同討論，集

體慎思，使各學習領域的課程統整且連貫，避免課程內容的重複或脫落。所以課程

總綱與學習領域課程綱要的組織和人員，要形成網絡狀態，讓總綱和各領域綱要之

間、各領域綱要之間，都很暢通，彼此來來回回，隨時修正。課程試辦小組、課程

推廣小組、課程輔導小組（如圖2）等也要秉持這種精神，讓各種聲音和意見都能

表達，都被聽到，被反映到課程修訂上去。建立這種地下莖式的課程發展機制，才

能讓課程永續發展。

四、激發地方和學校的課程活力

教育部在課程發展上要扮演主要角色，這並不表示課程發展都是「由上而下」

的，而要鼓勵地方政府和學校參與課程改革，研究和探討課程新議題，作為課程決

策參考。如日本2008年新課程標準新設英語課程，但在英語設科之前，已進行了約

十餘年的實驗研究，由國中小學擬訂英語課程和教學相關研究，向文部科學省或地

方政府申請專案，在各地舉行發表會或觀摩教學，累積了豐富的實徵資料後，才形

成英語設科的決策。這不僅可加強中央、地方、學校間的縱向聯繫，更鼓勵地方政

府和學校參與課程改革，廣徵民意，人人都關心教育問題，使決策更為周延。唯有

地方行政人員、學校和教師覺醒課程意識，建立課程主體，才能產生自我組織的課

程生命力。

五、轉移課程的典範

三峽模式課程發展機制的運作，需要概念的重建（reconceptualizing），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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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課程推展體系：組織及其任務，組織間的關係

資料來源：引自歐用生等人（2010）。

再造（restructuring）和文化新生（recultualizing），也就是需要整體課程典範的轉

移。我們生活在文化快速變遷的、混亂的條件下，必須在複雜的、不確定的情境中

做課程決定，就像渾沌理論所說的：「等待馴服的野性」（wildness lie in wa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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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領導者是設計師而非機械師，強調發現而非命令，重視辨識而非假定」

（Fullan, 2001: 115）。尤其是課程領導者影響課程決策甚巨，更需要培養後現代

素養，不能再一昧地追求標準、明確和可預測性，偏重效果、效率和控制，而要激

發心和靈，激發創意和想像，尋求更多的可能性。最近興起靈性領導、詩性領導、

美學領導等新方向（Leonard & Willis, 2008; Lewis & Tupper, 2009; Samier & Bates, 

2006），希望能帶給課程領導者和決策者更多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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